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家里有爸爸、妈妈、两个哥哥
和我。我真的很爱我的家人，因为他们是我的依靠。

我爸爸每天很早起床，吃完早饭就去工作了。我妈
妈每天也起得很早，她每天早上给我们做完早餐，再去
工作。我的父母很辛苦，所以我在家也会经常做些家务
事，比如做饭、洗碗和扫地。

我的两个哥哥已经上大学了，如果他们有空回家的
话，我就会特别高兴。因为哥哥们不在家，有时候真的很
无聊。哥哥们回来了，妈妈会做很多好吃的，一家人一边
聊天，一边吃饭，那时光别提多幸福了。

（寄自印度尼西亚）

幸福的家
颜依妮（!"岁）

日前，丹麦华人总会文化会和丹
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联合举办了首届
“中华文化学生讲坛”活动，学生通
过演讲、讲故事、朗诵等形式展示了
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在收集资
料、反复练习诵读的过程中，既丰富
了有关中国的文化知识，又提高了中
文表达能力。为办好这次活动，丹麦
华人总会文化会的成员、中文老师和
家长一起上阵，选题、寻找资料、指
导表演。

比赛当天，华人总会礼堂被 !#盏
大红灯笼装饰得通亮，近 $%% 个座位
座无虚席。首先走上讲坛演讲的是关
丹丹、朱莉和张梦 & 名同学，她们参
加了今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的寻
根之旅———濮阳之行。& 名同学向大
家介绍了寻根之旅的所见所闻所感，
配上图片，十分生动感人。一名 # 岁

的小朋友要为大家背诵《三字经》，但
当她看到台下有这么多人时被吓哭了，
最后她还是勇敢地走上台，完成了背
诵。美人鱼中华文化学校孙礼良同学
演讲的题目是《建造自己的房子》，她
用生动的比喻，鼓励大家好好学习中
文。丹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袁汉的配
乐诗歌朗诵“赞美你啊，我的家
乡———冬季的哈尔滨！”作为压轴节
目，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吟诵古诗，讲述成语故事，赞颂古
人伟绩，介绍名胜古迹……配上图片、
投影和音乐，简直就是一堂生动的中华
文化课！虽然台上台下的学生大多出生
在丹麦，有些还是混血儿；虽然他们的
中文还不够流畅，普通话还带着洋腔，
但生动的内容、活泼的表达，使我们了
解到这些生长在北欧的华裔孩子眼中
的中国。 （寄自丹麦）

学中文 2013年1月14日 星期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十二课】

耳聪目明
殷 旵

汉 语 教 室

责编：刘 菲 邮箱：haiwaibanliu@yahoo.com.cn

人能做到聚精会神，一心一意，就能耳目聪
明。
“聪明”一词最早出自于《尚书》。书中赞美尧

帝：“聪明文思”，赞美舜帝“明四目，达四聪”。
中国人又把聪明分为小聪明和大聪明。那么二者是
如何区分的呢？简单地说，小聪明只用耳、目，不
用心；大聪明既用耳、目，又要用心。

小聪明以目观木，见木只是木；以耳闻声，听
音只是音。小聪明认识的是表面形象，有很大的局
限性和片面性。比如，见到的是乔木，不知灌木也是
木；见到山野生长的木，不知经过斧斫的木材也是
木；只知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是木，不知幼小的树苗
也是木。总之，小聪明只是感性认识的初级阶段。

大聪明，已经上升到了理性认识阶段。耳为什
么“聪”，目为什么“明”？因为体能从生理上给
耳、目提供能量，智能从心理上给心和脑提供能
量。有能量就产生力，叫做听力、视力。人的这种
能力作用时就产生思想、思维。能理性地思维，就
能判断和推理，因而就上升到了理性认识阶段。

比一比、想一想：

耳聪、目明，听力、视力，小聪明、大聪明，
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实践论。

岁末年初，总结

中文的新词语、流行语、网络语

成为时尚，连周边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

都会总结年度汉字。这或是我们学中文学汉

语的好机会。因为，网络语言的活跃，是时代快速发

展变迁的反映，是互联网文化日益丰富的反映，它已经

成为汉语文化的风向标，国情民意的晴雨表。

现在，我们学习汉语往往都要借助和依靠电脑和

网络，所以多在网上了解一些网络流行语言和网络模

仿文体，对于汉语的学习也有帮助，特别是对充满活力

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况且网络流行语言和模仿文体具

有很高的新潮性、趣味性和通俗性，很容易接受，很随

意就可以运用，可以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在漫不经

心的浏览中有所收获。我在成都的街道曾经就看到

用淘宝体写的交通安全提示牌：“亲，请按交通信号

灯通行哦。”“亲，注意避让行人哦。”

从$%'(年网络流行文体看，就有一种发展变化

越来越快的趋势，像走马灯似的。往年有淘宝体、梨

花体、咆哮体、知音体、校内体、羊羔体等等，

(%)(年一下冒出元芳体、

甄嬛体、禅师

体、

面试体、玛雅体、

爱过体、华妃体、切糕体、最

右体、深夜体、救命体、十动然拒体等

十多二十种，不到一个月就会诞生一两种。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通过语言和文体的交流，真是

让你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让人们累并快乐着。

了解这些网络流行语言和模仿文体的形态和风格，你

就会接触到其背后透着的丰富的说不尽的文化事件、社会

关注、逸闻趣事；还有与其联系着的不同的版本、搞笑的链

接、五花八门的运用；而每一个人对此也会有不一样的解

释、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收获，对你的汉语学习、对现

在中国的时尚、对流行文化的了解，也会有所帮助。

当然，网上的语言世界也是一个泥沙俱下鱼龙混

杂的地方，需要在学习中培养自己的鉴别力。网络流

行语言和文体有趣但浅薄、时髦但易碎、变化快但

不牢固、丰富好玩但有待规范。在满足即时趣味的

基础上，还要吸收一些传统深厚

的营养，我们就可以通过比较鉴

别，将自己的汉语素养提高

一步。

玩 味 网
络 流 行 文 体

点 点

滴 滴

在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元朝初年的郭襄
郭女侠（‘北侠’郭靖与丐帮帮主黄蓉的女儿） 以家传
功夫和部分《九阳真经》之术在江湖中行侠仗义，武功
之高，足以睥睨天下。她在峨眉山创下峨嵋派，和历史
悠久，被视为武林泰山北斗的少林派以及当时新创的武
当派成三足鼎立之势。这次回国，我终于有机会游览了
向往已久的峨眉山。

由于那天雾很大，即使登上最高点金顶，也看不见
日出。于是我们决定就在山下游玩，先去万年寺，再去
其它几个景点。

听说要去万年寺，我高兴极了，心想，寺里面一定
有和尚。武侠小说中出现的和尚，大多都是态度庄严，

不怒而威的“老衲”，一看就知道是一名高僧。他们出
场时垂眉低目，口宣佛号；他们收场时仍然垂眉低目，
口宣佛号———当然，已经以极其厉害的武功，非常漂亮
的身手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了。

一进入万年寺，就看见迎面走来的一个和尚。跟武
侠小说中描写的不太一样，他是一个年轻的和尚，身上
穿着僧袍，手里还拿着一把雨伞，粉红色的雨伞。武侠
小说里的和尚手里拿着的，不是一串念珠，就是一只木
鱼。当然他们也可以拿着一本佛经，甚至还可以握着禅
杖。这个和尚显得十分安详和平静，看上去，他是一个
典型，甚或优秀的和尚。拿着一把雨伞当然不犯戒，虽
然粉红色有点刺眼。

游览万年寺之后，我们还游了峨眉山的其它寺庙，
看到了清澈的潭水，神奇的石头，领略了峨眉的天下
‘秀’。我很高兴游峨眉山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

（寄自美国）

武侠与峨眉山
韩 婧（!*岁）

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肖天赐

近日，笔者在人人网发起一个问卷调
查，题目是：“您有提笔忘字的现象吗？”
共收到有效问卷 #+ 份 （参与调查者均为
大学学历）。挑选部分常用汉字如：牙膏、
大酱、辣椒、朦胧、龋齿，踽踽独行、针
灸等，进行测试，结果显示,“酱、膏”，
#% 人中有 )-& 的人没有写对；“朦胧”，
有 .-)% 的人没有写对；而“踽踽独行”
中的“踽”，“龋齿”的“龋”，情况更不
容乐观，全军覆没。当被问及提笔忘字的
原因时，#%人中有 #/0回答是：长期使用
电脑输入，造成提笔忘字。离开纸笔、亲近
键盘，闯入网络时代的汉字书写，让大学生
不会写字。提笔忘字现象令人堪忧。

提笔忘字 频遇尴尬

世界上有四大古老文字，即两河流域
的楔形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埃及圣书体
与玛雅文字，目前仅有甲骨文经过书体的
流变，至今仍在使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专业
的学生刘科，在此次调查中这样说，平时
上课老师基本上用 112；提交作业在电
脑上整理好，直接打印或者交电子版；跟
朋友联系大多是短信、电话、电子邮件。
长期不写字，提笔写字还会手抖，真怕自
己以后不会写字了。

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
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
典忘祖的新文盲。”教育部前副部长、国
家语委前主任赵沁平教授痛陈，现在很
多学生写字时只知道字的大概形状，但
具体怎么写就不会了，因为使用电脑时
这个字很快就能打出来。长期使用电脑
导致学生提笔忘字，这与一个书法大国
很不匹配。

北京语言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教授
张普说，提笔忘字是汉字的特点造成的。
中国汉字是方块文字，这意味着，即使你了
解了字形的构建系统，也不一定能良好地
把握它的笔画系统。比如“明天”的“明”，这
个字的构建系统规定，左边为“日”，右边为
“月”；但它的笔画系统则要求，“日”字旁要
写得尽量靠上才会好看。

书写错误 考验态度

当被问到“怎么看待自己提笔忘字的
现象”时，在#%份被随机抽查的对象中，只
有/人认为这种现象应该重视，仅占总人数
的)-$%。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张飞说，
提笔忘字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但现在
大家工作压力很大，要是靠逐字去写而完
成一个课题，那黄花菜都凉了！再说了，网
上不是照样能写出优美的书法来嘛！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宁教授认为，

文字不仅仅是简单地传播信息，其本身就
是文化的载体。如果一切都标准化，社会
就没有了审美，也就变得贫乏而丧失了想
象力。汉字是人类所创造的最为抽象的艺
术，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又是传承中华文
化的工具。如何应对提笔忘字，是在考验
我们对待母语文字的态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说，疏于
手写，是很多人写不好字、写不对字的主要
“元凶”。此外，少儿阶段的汉字书写基础打
得不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目前我国

中小教学计划中，语文课虽占有较大比重，
但在教学过程中却忽视了书写汉字的基本
训练。近闻一些地方把3145引进小学课堂，
这或许也将影响小学生的汉字书写训练。

享受书写 传承文化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陆俭明说，汉
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横平竖直，
体现民族风骨，撇捺之间，是悠悠华夏

文明。不过，对于“提笔忘字”过分担
忧也大可不必。通观汉字书写的历史，
从刻刀到软笔，再到近代的硬笔，书写
方式一直在变化。网络时代，我们更多
地使用键盘、软件，而对黑板、纸笔的
使用率逐渐降低，但我们书写所用的文
字，仍然是汉字。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彭泽润
教授说，解决“提笔忘字”的根本还在于
让书写教育回归学生课堂，回归到人们日
常的工作生活当中。他建议各种考试和招
聘可以适当增加汉字规范书写的要求，以
此来促进书法普及。

要想防止“提笔忘字”，就要让写一
手好字成为一种时尚；让写一手好字重
新成为被社会普遍认同的技能。咖啡和
可乐的流行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
年的茶香，我们在享受网络时代带来的
便捷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中华民族
所拥有的、独特的美好享受———汉字书
写。拿起纸笔，从你我做起，开始书写，
享受书写！

授课都用
!!"

作业改交电子版

提笔忘字成大学校园“流行病”
张 玉

哦，知道了

蒜字？不就是草字头
下面两个“二小”么。

红 深

我喜欢秋天，因为秋天有五颜六色的树叶。秋天秋
高气爽，既不冷，又不热。我喜欢秋天，也因为秋天很
干爽，不像春天那样地上有很多泥巴。

我喜欢小动物，因为它们很可爱。它们有着软软的
毛，又很活泼。我想要一只狗，可是爸爸妈妈不同意。

我喜欢读书，因为读书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我把家里喜
欢看的英文书和中文书都看遍了，有的书都看了三四遍。

我喜欢上学，因为在学校里，我有很多好朋友。我和
朋友们一起学习、玩耍，也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同学。

我喜欢旅游，因为可以看到迷人的风景。旅游的时
候，我可以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和风俗，增长见识。

我喜欢看魔术表演。在每年的春节晚会节目中，我
最喜欢看魔术，看完后总会琢磨这魔术是怎么变的。

我喜欢弹钢琴。我从 (%%. 年开始学钢琴，每周都
找钢琴老师上课。我现在在弹四级的曲子，每天要练习
一小时。

我还喜欢过生日，爸爸妈妈每年都会为我办生日
会。我邀请我的好朋友来参加，唱歌、跳舞、玩游戏。
我们一起唱生日歌，吃生日蛋糕，还互相赠送礼品，快
乐极了。

我最喜欢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爱心让我感到非常
温暖和幸福。

同学，你都喜欢些什么呢？能告诉我吗？
（寄自加拿大）

我 喜 欢
班思婷（.岁）

裘琳琳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
学院的一名意大利籍华裔留学生。在
校的 &个学期里，她先后于高级汉语
班和商务汉语班学习。

裘琳琳笑言自己与汉语结缘已
久。虽然从小在意大利长大，但吃
着父母做的中国饭，听着简单的中
文对话，对中国的向往之情也渐渐
萌发。七八岁的时候，她随父母回
到祖籍浙江探亲，感受到了家乡不
同于意大利的风土人情，对中国的
兴趣愈发浓厚。自那时起，几乎每
个暑假她都会来中国进行短期学习。
高中毕业以后，在父亲的鼓励下，
她来华学习。
“我的哥哥 * 年前就来中国了，

他今年刚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毕业，
现在在南方工作，”裘琳琳说哥哥的
经历对她的影响很大，“可能是家庭
环境的关系，虽然我生在意大利，但
是感觉和身边意大利朋友的思维方式
还是有些不同。意大利面与中国面
条，我更喜欢后者。”

如今，裘琳琳已经能讲一口清楚
流利的汉语，偶尔还会蹦出几个时下
流行词汇，“我非常喜欢汉语，特别
喜欢口语课。虽然过去也学习过汉
语，但是在意大利没有机会经常使
用，时间一长就容易忘。”

裘琳琳经常和语伴们用中文交
流，她自我评价说：“进步是挺大的，但
是我现在说汉语时还需要把脑子里的
意大利语翻译过来，所以语速有点慢，
还是听得出是外国人。”她希望在未来
的学习中能把汉语说得更地道。

裘琳琳在大学认识了许多新朋

友，她觉得在校接触的年轻朋友们思
想都很开放，交往起来没有太大的隔
阂。她非常喜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多
元化的交流氛围：“这里的留学生挺
多，我不仅和我的中国朋友们用中文
对话，更让我高兴的是我认识了世界
各地的朋友，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文化
和风俗。”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习期间，
裘琳琳萌发了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
国古典文化的探索热情。她常常看中
国古代武侠题材的电影或者电视剧：
“成龙拍的大部分电影我都看过，前
段时间还看了《剑蝶》。”让人好奇的
是，裘琳琳不但通过这些影片学习汉
语口语，而且特别关注古装武侠剧中
人物的服饰。
“因为我在意大利的时候学过设

计，所以想在北京继续求学，试着把
中国古典元素和意大利元素融合起
来，自己设计服装。”为此裘琳琳在
有意识地积淀着，向着自己的设计梦
而努力。

裘琳琳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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